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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Ė

谐振
滤波器

1L
2L

C

则信号全部降落在接收网络上。

01 =+ LC UU ̇̇若在 Sf 下

CU̇
1LI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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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相电路
一、对称三相电源

对称三相电源是由3 3 3 3 个等幅值、同频率、初相

依次相差120120120120°°°°的正弦电压源连接成星形或三角形

组成的电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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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形接法中，电压源的参考方向是以中点处为

负；
三角形接法中，电压源的连接是顺次相接形成

一个回路，
如果接错，将可能形成很大的环形电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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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3 3 3 个电源依次称为AAAA相、BBBB相和CCCC相，它们的电压为：

OOOO

tω

uuuu
Au Bu Cu

CBA uuu ++ = 0= 0= 0= 0



它们对应的相量形式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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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三相电压的相序

上述三相电压的相序（次序）AAAA、BBBB、CCCC称为

正序或顺序。

与此相反，如BBBB相超前AAAA相120120120120°°°°，CCCC相超前BBBB相
120120120120°°°°，

这种相序称为反序或逆序。

电力系统一般采用正序。



三、三相电路的基本概念

1111、端线：
从3 3 3 3 个电压源正极性端子AAAA、BBBB、CCCC向外引出的

导线。
2222、中线：

从中（性）点NNNN引出的导线。
3333、线电压：

端线之间的电压。
4444、相电压

电源每一相的电压，或负载阻抗的电压。
5555、线电流

端线中的电流。
6666、相电流

各相电源中的电流或负载阻抗的电流。



Au 相电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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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电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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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电源和负载的连接

1111、负载的连接方式

负载也可以连接成星形或三角形。

当三相阻抗相等时，就称为对称三相负载。

2222、三相电路

从对称三相电源的3333个端子引出具有相同阻抗

的3333条端线（或输电线），把一些对称三相负载连接

在端线上就形成了对称三相电路。

实际三相电路中，三相电源是对称的，3333条端

线阻抗是相等的，但负载则不一定是对称的。



3333、三相电路的连接方式

三相电源为星形电源，负载为星形负载，称

为Y-YY-YY-YY-Y连接方式；

三相电源为星形电源，负载为三角形负载，

称为Y-Y-Y-Y-△连接方式；

此外还有△- - - - YYYY连接方式和△----△连接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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